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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良好的生态是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必要条件之一。
人类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得生态系统遭受不同程度的影响。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口的快速增加和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导致资源环境不断出现紧张局面。
全球面临着在生物多样性与生境丧失、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严峻挑战。
生态退化问题已经成为维持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威胁。
生态问题从未像现在这样突出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考验着人类的智慧。
如何防止自然生态环境的退化，有效处理和解决全球生态系统退化问题，恢复和重建已经受损的生态
系统原有结构和功能，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课题。
　　在此背景下，恢复生态学得到各界的关注，成为现代生态学研究领域的热点和前沿。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德、美、英、澳等国家开展了土壤环境修复探索，重点围绕废弃矿山的土地恢
复和利用进行研究，逐渐形成了土地复垦技术。
70年代以后，受生态工程学术思想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从土壤环境修复和生产力恢复层面上升到了
生态系统恢复层面，在人为辅助控制下，利用生态系统演替和自我恢复能力，使被扰动和损害的生态
系统恢复到接近于其受干扰前的自然状态，此时恢复的目标更关注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物理、化
学、生物学特征。
1975年在美国弗吉尼亚工学院召开“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国际会议：1980年Cairns主编《受害生态系
统的恢复过程》一书；1985年Aber和Jorban两位英国学者提出了恢复生态学的术语；1987年Jordan出版
《生态恢复学》专著；1993年《恢复生态学》（Restoration Ecology）杂志创刊；1996年在瑞士召开第
一届世界恢复生态学大会，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了20届。
目前国外恢复生态学研究的焦点领域是土壤、野生动植物及其生物多样性恢复。
主要对自然生态系统在采矿、道路和机场建设、采伐、工业污染等干扰体系的影响下退化和自然恢复
的机制和生态学过程等方面进行综合、连续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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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太行山低山丘陵区植被恢复过程中生态特征研究》以太行山低山丘陵区为研究对象，从分析河
南太行山低山丘陵区的生态系统结构出发，探讨了太行山低山丘陵区植被退化的机制；较系统地研究
了该区退化生态系统自然恢复过程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变化特征；揭示了群落恢复过程中生态和环
境变化特征；建立植被恢复预测模型，对植被演替和恢复时间进行了初步探索；构建了植被恢复过程
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了评价。
《太行山低山丘陵区植被恢复过程中生态特征研究》在群落演替进程阶段划分、退化机制辨识、植被
恢复过程生态变化特征以及恢复进程评价等方面都融入了作者的研究成果，是一部关于植被恢复机理
的研究专著，研究对象具体，剖析到位、手段多样。
实践性强是本书的特色。
　　本书可供生态学、林学、环境科学等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学习以及从事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
工程技术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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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土壤退化　　上壤退化是指在各种自然，特别是人为因素影响下所发生的导致土壤生产能
力或土地利用和环境调控潜力可持续性下降（包括暂时性的和永久性的），甚至完全丧失其物理的、
化学的和生物学特征的过程。
土壤退化有以下特点：一是在土壤退化过程中生物的富集作用减弱，表现在土壤有机质降低，土壤全
氮、全磷含量下降；二是在土壤退化过程中土壤物理性质呈恶化趋势。
土壤侵蚀是导致土壤退化的最普遍、最重要的原因，其表现形式为表土的大量流失、养分的贫瘠、颗
粒变粗，生产率降低甚至丧失，渗透能力和蓄水能力降低，从而导致生态环境系统恶化。
5.2生态系统退化特点　　刘映良（2005）在其博士论文《喀斯特典型山地退化生态系统植被恢复研究
》中总结了生态系统退化是其组成与结构的不良变化，导致其功能退化和生态学过程的弱化，以至于
自控能力弱而极不稳定。
系统成分与其结构的不良变化是系统退化的外在表现，结构的衰退决定功能的失常。
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种：生物多样性、层次结构方面、食物链、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系统生产力等方
面都会发生显著改变。
而针对太行山低山丘陵区特点，我们认为人为干扰是研究区生态系统退化的主要原因，在这种干扰条
件下，生态系统退化的形式有以下3个特点：　　（1）植被类型简单化、质量下降　　伴随着人为的
放牧、砍樵、农业垦殖等，天然植被大量消失，与之共生的种类也逐渐消失，植被发生较大的变化，
导致依赖其提供环境和食物的从属性依赖种不适应而消失；而喜光种类、耐旱种类或能忍受生境胁迫
的先锋种类等趁势侵入、繁殖。
物种多样性指数可能并不降低，但多样性的性质发生变化，质量明显下降，系统的功能衰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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